
2023年驾驶太阳飞车的青年读后感(实
用8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
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驾驶太阳飞车的青年读后感篇一

我喜欢读书，因为我一直觉得爱读书的女人，常常也应该是
智慧的女人。智慧的女人不一定美丽，却会有一种特别的魅
力，智慧的女人或许常常习惯于独处，可是书让她不孤寂，
不落寞。而且，书能够影响我的心灵，能把我无序而纷乱的
世界理出头绪，也会让我体验生活的幸福与快乐。

暑假前，学校给每一位老师发了一本《致青年教师》作为暑
假阅读的书籍。当拿到书看到书名时，我想：自己工作二十
一年了，还算是青年教师吗？《致青年教师》这书是给刚上
班的老师看的。然而，边读吴非先生的《致青年教师》，边
反思自己的教师心态、教育行为，却有些汗颜，很多地方，
我都与吴非先生对青年教师的期待相距尚远。

翻开目录，看着那些章节标题、文章题目，一次次叩问自己：
你是个有胸襟的教师么？你对学生是不是容易着急？你心里
装着学生的心吗？你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了吗？你在学生心里
播下了善良的种子了吗？……读吴非老师的文字，真正感受
到要成为一名成熟的教师，就须做一棵安静的小草，执着、
宽容、坚韧，享受平凡的幸福！

做一个有胸襟的老师

吴非先生启发我们要做一个有胸襟的老师。教育者的胸襟有



多宽，学生的精神天地就有多大。良师之心境，如海洋一般
辽阔，如长空一般高远。处在思想成长期的学生最易受外界
的影响和同化的，老师的一言一行都势必影响学生的一生。
教师胸怀博大，学生自然就“大气”。当今社会的竞争压力
越来越大，教会学生学会坦荡，心胸博大是最好的抵抗压力、
调整自己的不可替代的方法。社会上一些极端事件的发生正
是一些心胸狭隘、封闭的人所为，可见，让我们都做一个有
胸襟的大气老师影响我们的学生，对整个社会都是有着重要
影响的！

大气地对待同行

《我是来欣赏同行的》纠正了我以前的听课观。他告诉我们
要宽容、大气地对待我们的同行。古人都知道“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才能使世界多彩。所以吴老师说“我们是来欣赏
别人的，不是来比武的，所以就能更多地看到人家的长
处。”

以前听课时，常常怀着找茬的心态，好像能挑什么毛病就可
以显示自己的实力。为上课教师一时的口误而斤斤计
较。“我是来欣赏同行的。”一句惊醒梦中人。课堂不像演
戏，没有经过精心彩排，失败、缺陷都是正常不过的。我们
是来“听”课的，是来欣赏、来观摩、来交流的。放正心态，
才能看到并学到别人更多的优点。让我们大气地对待同行，
为同行的成绩伸出我们的大拇指。

宽容地对待学生

所以，我们要学得大气一下。当学生迟到时，不要阴沉个脸，
要学会关怀；当学生没有完成作业时，不要劈头盖脸，要学
会晓之以利害；当学生经常犯错误时，不要掀学生的老帐，
要学会就事论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大气潜移
默化地传授给学生。



做一个幸福的老师

做教师的好多年来，一直被一个问题所困惑着，那就是同事
们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做老师，你快乐吗？你幸福
吗？”当我读完书，掩卷长思，终于，有了一个使自己都感
动的结论：“做幸福的教师，幸福地做教师！”

“教师对自己的职业生命负责”，吴非先生说得多好啊，对
自己的职业生命负责，就要对得起自己，对教师这一职业多
一份热爱，追求一种做教师的幸福感，在工作中勇于创新，
上出一节节精彩的课，让学生徜徉于课堂的幸福中，同时自
己也因精彩课堂而新鲜着、幸福着！

朱小曼教授指出：教育的目的，应该指向人的和谐发展与终
身幸福。换言之，教育就是追寻幸福、创造幸福、享受幸福
的过程。

学习本身应是快乐的，知识的获得，想象的拓展，思维的升
华，其中蕴涵着无穷的乐趣。教书育人的根本目的，不仅仅是
“传道，授业，解惑”，也不仅仅是为社会培养“人材”，
其根本目的应是提升一个人的生命质量，让学生成长为自由
的，全面发展的人。其中教师的幸福感是最重要的要素，它
会感染到学生年幼的心灵。

做一个幸福的教师，用阳光的人性来启迪阳光的人性。不管
我们个人遭遇如何，一旦我们与孩子相遇，我们就要把内心
的阳光传达给他们，从而启发他们阳光一样的心灵。

做一个幸福的教师，懂得教育是一门慢的艺术，学生是在不
断错误中成长的。“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慢”。张
爱玲说：在人生的路上，有一条每个人非走不可，那就是年
轻时的弯路，不摔跟头，不碰壁，不碰个头破血流，怎能炼
出钢筋铁骨，怎能长大呢？在学生犯错时，教师学会宽容地
等一等，从而拾捡到那份家有儿女般的幸福。记得有这样一



段话；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批评中，他就学会了谴责；如果
一个孩子生活在鼓励中，他就学会了自信；如果一个孩子生
活在认可中，他就学会了自爱。教师的教育行为潜移默化地
影响着学生对学习、对生活、甚至对人生的态度。因此，作
为一名教师，首先应该做到爱学生，以赞赏的眼光看待每一
个学生。

做一个幸福的教师，“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是屈子不死的离歌，也是我心灵的牧歌。我虔诚为我们祈祷：
做一个幸福的教师。

正如吴非先生憧憬的那幅幸福的图景：“在早晨的阳光中，
孩子们哼着歌向学校走去，有时能停下来看看太阳；学生能
经常地向教师提出有意思的问题，课堂上经常能有愉快的笑
声；中午，他们能吃上一份由政府提供的、全国城乡同一标
准的营养餐；学生能保有自己的爱好，下午4点起，他们在球
场上奔跑叫喊，或者在图书馆查阅资料，在实验室研究自己
感兴趣的问题；晚上，做完作业后，捧起一本诗集，轻声地
读给妈妈听……”

做一个幸福的教师，幸福地做教师，你还等什么呢？

驾驶太阳飞车的青年读后感篇二

最近读了《致青年教师》这本书，书中通过一个个案例讲述
了青年教师的很多困惑，并从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教师的角度
提出很多好的建议，以及对教育的深层阐述。

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不要急》这一篇。为什么要这么急躁？
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慢”，教育教学是“慢”的教育。
教育上的事往往快不起来，所以不能急。

语文教学要做真正为学生长远发展的事。于永正老师说教语
文要做好三件事，读书、写字、写作。让学生爱上阅读，一



个喜欢阅读的孩子学习不大可能太过糟糕。相反不爱阅读孩
子的学习会比较困难。儿童的学习越困难，就应该更多地阅
读。阅读能教给他思考，而思考会变成一种激发智力的刺激。
反观我们现在的语文教学出于追求分数，像猴子种果树一样
急于求成，把语文课上成了训练课，让学生做许多的练习，
有基础知识的，也有阅读短文的。可孩子的语文素养还是得
不到提高，不少孩子到了小学五六年级还不能写一篇字通文
顺的作文。因为做题浪费了时间，学生读书、思考以及说话
的时间大大缩水，有的孩子因为成绩不理想，上课完全变成
听众，上课很难听到他们的声音，久而久之变得沉默寡言。
有的孩子甚至懒于动脑筋，等着老师和同学的答案。与其费
力不讨好做题，还不如简简单单地学语文，让孩子有充裕的
时间练练字、读读书，写写日记、读后感。老师、学生的脚
步也放松下来，享受到语文学习带来的乐趣。

教育是慢的艺术，欲速则不达。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要在
一个漫长的岁月之后才能看到效果。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不遵循教育的规律，拔苗助长，学生的根基没有牢固，将来
很难成材。

好的教育除了智慧，还要有耐心。作为一名教师，我们应
以“等待、耐心、从容、宽容、期待”的心态去从事教育。
对学生的教育，不是捏泥人，不是想捏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的，也不是即刻就能完成的。春风化雨，潜移默化的教育，
比急功近利、拔苗助长的教育要好。只要我们有爱心、耐心，
静听花开的声音，相信孩子们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惊喜。

驾驶太阳飞车的青年读后感篇三

清朝闭关锁国末期，慈禧对天下的统治逐渐变的衰弱，民间
出现了很多革命与变法，戊戌变法就是其中最典型的救国变
法运动，尽管没有成功，但是它所推崇的很多思想还是十分
先进并且很有活力，也为后续的革命做了很好的奠基。辛亥
革命之后，袁世凯窃取了果实，还想恢复帝制，独裁天下，



殊不知国内的一些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为推进新思想，新文化，
推翻封建专制做好了准备。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
年杂志》，新文化运动从此拉开了序幕，《敬告青年》作为
其中的开篇宣言，体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们渴望科
学与民主的进步思想，也表达了他对后代青年们的鼓励与期
望。

陈独秀先生开篇便以一句青年如青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
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描绘了青年
生机活力有朝气的一面，青年时期是人最美好的时期，而此
时的青年对于社会有着重大的责任，社会的变革与创新都离
不开他们的力量，现在陈先生正需要这些力量，他为他们注
入新的活力，让他们成为一把利剑，打破封建的牢笼，打败
陈腐朽败的落后分子，以此给国家带来希望与未来。因此，
他在宣言里面阐述了他对青年人的六点要求：

第一点是自主而非奴隶的，实质上是表达了民主平等的思想，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只有具备了这点，青年才能初步的从意
识里面解放，但是实质上的脱离还需要自身的进步与时间，
只有民主自由与平等，青年们才能吸取科学的思想与先进的
文化。于是才有了第二点——进步的而非保守的，时间的改
变，空间的改变，世界万事万物都在不停的变化着，所以青
年的思想不能一直停留在一点，而需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提
高自己的认知度，只有青年对自己进行正确的认知，才能用
自己的思想去解放更多的人。但是有想解放人的，必然也有
想使人更加封建的愚昧分子，青年想要和他们竞争，不仅需
要一颗坚定的上进心，还要有不服输的精神，如果遇到些事
就开始怀疑，开始逃避，或者总是为自己寻找借口，觉得今
天做不了的明天可以继续做，那么他将立即掉入愚昧的怪圈，
这就是陈独秀先生为了完善第二点提出的下一点的口号——
进取而非归隐。

青年进步思想的力量是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只要他们不断
的去学习，去研究，去宣传，去创新，去把自己投身到世界



的潮流之中，灵活应变，沉着冷静，就不会重蹈闭关锁国思
想的覆辙。世界的而非锁国的，陈独秀先生在第四点里重点
指出了闭关锁国无异于闭门造车，如果继续这样的形势，中
国必将走向灭亡，那么后代毫无未来可言。

而从文化与科学来谈，陈独秀先生提出的实利而非虚文的，
科学而非想象的要求让青年们更加感受到了科学文化的内涵。
西方的文化更加贴近现实社会，无论从发展还是反腐，都起
到了很多实际的.作用，而当时的中国，绝大多数人还停留在
拜天神拜河神才能获得来年的幸福，庄稼才会大丰收等等，
这种思想在民众心中已经根生地固，想要让民众摆脱这样的
愚昧无知，就需要青年们从国外学习深造，或者通过其他途
径来知晓这些并不能带来任何好处，用科学的力量去拯救民
族，拯救民众。陈独秀先生认为，科学的力量可以改造社会，
驱散愚昧，科学的力量是理性的，是有根据的，是进步的，
是民主的，在宣言中，他以激烈的态度结合了西方进化论的
思想，猛烈的抨击的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试图唤醒国
民的独立人格，破除儒家奴隶道德的束缚。

现我们的梦想，然后可以为这个国家尽一份力!

驾驶太阳飞车的青年读后感篇四

从某种程度上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已经成为了
很多人的共识。因此，在现实中，教育出现了不少违背发展
规律。前一阶段我读了《致青年教师》，给了我很多借鉴。
特别对于教育的一个特征：慢有很深的感受。正所谓十年树
木，百年树人。

他带给我们的首先是教育理念上的冲击。相对于一些急功近
利的教育行为，“教育是慢的艺术”带给了我们更多的从容
与淡定。正如吴非所言，教育是慢的艺术，需要细致、耐心，
但有时非常容易就是训斥、强迫、禁止。当然这有教育体制
的原因，但更可能是教师自身教养、对教育的责任、对孩子



的爱心出了问题。的确，我们不少教师以“为学生好”的名
义，做了很多不利于学生发展的事情，这是需要我们教师反
思的。

社会现状反映了国人的一种浮躁心态，是急功近利的思想在
作祟。这一思想也开始冲击着我们的教育。我们搞素质教育，
就一股脑的把素质教育的种种做法，比赛似的加于我们的学
校，各种兴趣班一拥而上，学校纷纷构建了属于本校特色的
校本课程，霎时间，每个学校热热闹闹，看似精彩纷呈。有
人窃喜：素质教育已在我校提前结出成果了！可是，用不了
多久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快，只是为素质教育穿了一件外
衣而已，没有实际的意义，是违背素质教育规律的。教育的
快，还表现在片面追求升学率上。这也是一个极端。有人说，
我只要升学率高了，就能遮百丑，于是乎，加班加点，搞题
海战术，让学生没完没了的做作业，没完没了的考试，加重
学生的学习负担，还美其名曰：学海无涯苦作舟。学生是承
受痛苦了，但也没发现学生得到舟啊。急速提高升学率与提
高教学效率，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是带有明显功
利色彩的行为，属于拔苗助长。

苏霍姆林斯基说：“生命既是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也是
一种脆弱的极易损伤的作品，有时只消一句冷酷无情的话，
就足以扯断一根纤细的生命线。”是啊，教育的使命就是用
耐心搀扶生命成长的一段时间，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
地自我确认、自我调节、自我控制的过程，我们可以给予学
生一时的搀扶，但我们总不能拖着孩子跑啊。

在生命化教育的理念中，教师需要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用生
命去推动生命，用生命去润泽生命，在生命化教育的高度下，
教育毫无疑问就是慢的艺术。如果教师用生命的高度来看待
学生的成长，学生的学习生活就是他们生命体验的重要组成
部分。学生的学习是否愉快，这其实关系到学生的生命质量。
因此，让“教育是慢的艺术”的理念成为越来越多教师的共
识，让教师们在繁琐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对学生多一些耐心，



多一些宽容，多一些期待，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引领学生
健康快乐成长。现在的教育不缺宏大的理论，更需要的是回
归常识，教育是慢的艺术，其实就是一种常识，需要我们去
尊重。

教育是慢的智慧的艺术。教师要用心慢慢去做，这体现了对
学生生命成长的尊重。教育是润泽心灵的艺术，不能急于求
成，要有足够的期待、耐心，减少教育浮躁与功利，这是教
育真正的精彩。教育应该慢下来，欣赏细水长流的美妙风光。
慢下来静静地看，我们就会惊喜地发现，所有一切依然是美
好如初，抑或是更加美好。慢教育是对中国传统教育思
想“润物细无声”、“大爱无痕”、“诲人不倦”、“锲而
不舍”等精髓的通俗诠释，对我们也是一种训诫。慢下来，
我们才能从容领略教育事业的精彩；慢下来，我们才能细腻
感受教育生命的神圣；慢下来，我们才能咀嚼教育生活的美
好；慢下来，我们才能够轻轻触摸教育行走的真实！教育，
就是扶着生命慢慢走！慢教育是新课程的一种态度，是教育
的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教育智慧和能力！我正享受着这个
“慢”的状态，他是最自然的也是最真实的！

驾驶太阳飞车的青年读后感篇五

最近，有幸拜读了吴非老师的《致青年教师》一书。以往，
总是觉得这种教育理论方面的书籍太深奥，看得很累但收获
甚少。可是，翻开《致青年教师》一书，会发现它的目录很
新颖，都是一些拉家常的话，不禁让我有兴趣继续深入阅读。
于是，一个个真实的案例浮现在眼前，这些案例都是曾经或
者现在正发生在我身边的。

捧着这本书，就好似在与一位资深的老教师促膝而谈，让我
一下子就把整本书看完了，吴非老师主要通过“做个有胸襟
的教师”、“不要急”、“心里装着学生的心”、“尊重常
识”、“不放弃理想”、“播下一粒善良的种子”这六个方
面，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阐述了青年教师应该具备的理想



和素养。我边读边对照自己的教育过程，反思自己的教育行
为，发现和吴老师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吴老师提出的观点，
展示的事例，让我牢牢记住在心间。

读了《就让你的眼泪流出来》这篇文章，我不禁想起了高一
时候的语文老师。他是一名大学刚刚毕业、长相阳光、性格
温柔的男老师，他从不向同学们发脾气，即便大家认为
他“好欺负”，在他课上行为放肆：有人吃东西，有人睡觉，
有人换座位，有人坐地上听课……老师也从来不发脾气，只
是默默叹气。直到有一天，老师终于爆发了，他居然当着全
班同学的面流泪了，我们都震惊了，一位男老师居然会对着
学生流泪。老师说，他把对我们的放纵当成了放松，对我们
很无奈。那天老师倒出了他的所想所思，后来我们的语文课
堂焕然一新，再也不是从前的杂乱无章。这件事至今让我记
忆犹新，这不正是吴老师所说的：不要在学生面前掩饰自己
的情感，不要担心在学生面前流泪，如果这一切有利于他们
人性的苏醒。倘若你竭力掩饰，有可能会被学生误认作是冷
漠，也有可能会让敏感的学生也去学习克制和忍耐。把你的
爱，你的悲伤和失望，甚至你的恨，都真实地袒露在学生面
前吧！

作为老师，我们还应该珍视自己的专业。在我的身边，很多
老师都很珍视自己的专业，他们从自己的学科中获得教学的
乐趣，也获得生活的乐趣。因为教师这份职业可以让你的成
就感得到充分的满足。一个连自己的专业都不爱的教师是不
可能成为优秀的教师。优秀的教师是一盏不灭的灯，而
那“开关”就在他自己的手里。他的“亮度”在于他个人的
修炼；如果他有“电源”，或是不断充电，他就能一直发光，
一直照耀学生前面的道路。我们想要当这盏不灭的灯，就要
不断学习，不断充电。

过去，我们常说要给学生一杯水，我们教师就要有一桶水。
如果这是一桶几十年不变的水，那必将是一桶死水。要让学
生得到一杯水，那必须是一桶常流常新的水。



驾驶太阳飞车的青年读后感篇六

今天我读了吴非老师所写的《致青年教师》第一辑，做个有
胸襟的教师。

就让你的眼泪流出来：书上有这样一些话“班会上没能忍住
内心的`悲伤，你哭了。因为看到学生的冷漠，因为看到一些
学生缺乏羞耻感，你感到痛心，那我们教育孩子成为人，我
们必须自己首先使情感正常的人哭泣落泪，未必是软弱，因
为你的悲天悯人，因为你的正义冲动，因为你的人爱和幸福。
”

我相信所有的老师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在开班会的时候，或
者在课上的时候，有些孩子不听话或者一些社会现象而让你
流泪悲伤，那就让我们的眼泪流出来，不要阻止它流下来，
这是你情感的表现，哭泣也落泪，未必是软弱，作为指引者
的教师，我们应当引导学生去关注，并与人性中最美好的情
感。

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有阅读的经历，他的阅读在于他阅读量的
多少与是否有效。如果是有效的，就会产生人文情怀，他的
情感就能被唤醒，也一定会有所感动。如果在他人生中缺少
了阅读，那缺少的不仅仅是语文教育的需要，更是人成长的
需要，一个人阅读积累，代表他的发现就会越多，对自己的
人生价值观也会有所提高。

学生的阅读很重要，而老师的阅读更重要，教师的阅读经验
往往是学生的金精神资源，教师的情感体验。教师应该是真
善美的传播者。

所以不要在意，学生面前掩饰自己的情感，大哭大笑，让孩
子们体验到你情感散发，把你的爱，你的悲伤失望，你的恨，
都真实地袒露在学生的面前吧！



驾驶太阳飞车的青年读后感篇七

一曲生动地苏维埃政权歌，一场激烈地斯大林保卫战，地下
区长和地下市委书记的死，仿佛魔术一般的传遍了苏维埃每
寸土地，唤醒沉睡的人们起来抗争。因此，这不是扼杀地下
工作者继续工作信念的幽歌，而是号召天下青年志士起来奋
勇抗敌的高歌，是一曲生命之歌、永恒之歌。以杜尔根尼奇
奥列格为首的“青年近卫军”们奋勇向前，用自己的智慧、
用自己的青春书写了一幅幅美丽的生命乐章，把自己的生命
奉献给了共产主义，奉献给了人们。叛徒福明终究没有逃脱
正义的惩罚，他的死告慰了为正义而战的`英烈们。

在谢辽萨与每个人的共同努力下，这场战争最终赢得了胜利。
虽然谢辽萨等40余人都牺牲了，但他们的精神仍在传递，传
递给每个人、每个角落。我多么想成为一个像奥列格一样勇
敢而有智慧的人呀！。

在今后的学习中，我一定要以奥列格为榜样，努力学习，不
怕困难，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栋梁之材！

品友互动

驾驶太阳飞车的青年读后感篇八

读了《致青年教师》，从此爱不释手。读文如读人，我从书
中明白了很多教学上的困惑，也从吴非老师的'行为中学到了
很多。从吴非老师身上我学会了：用心和爱。

吴非老师的用心体现在教育教学中的细微之处，比如如何与
学生谈话，如何提问，如何说学生听得懂的话……，不要小
看这些看似不重要的环节，在这些细节中可以看出老师的知
识素养、人格涵养、专业技能、以及对待学生的态度等等。
吴非老师时时刻刻要求自己做到上课带讲稿，他说：“宁可
让学生认为我水平差，也不原意他们认为我不认真。”这种



严谨治学的态度是多么需要我们青年教师学习呀！

“用心”还体现在工作上的认真。反思我的教学，如果学生说
“没问题”了，那我就会很愉悦地放下心来，以为自己的教
学实施很顺利。可是我读吴非老师的《“没有问题”也是大
问题》一文，让我学会了从另一个方面看问题，当一种教学
形式被固化后，学生的思维方法便很难得到有效发展，孩子
就失去了创造意识和辩析能力。基础教育阶段，到底要培养
孩子的的什么能力？仅仅是学会解题和应付考试就足够了吗？
显然不是，鼓励学生发现问题，才是正确的教学方法。从
《作业评价未必要用同一标准》一文中，我看到了一个老师
工作上的细致、用心，他给了每一个学生不同一般的鼓励，
满足了孩子享受成功和进步的渴望和喜悦。

一个老师事事认真，用心，为的是尽量不给自己的教学蒙上
暇疵，处处留心细节为的是不给每一个孩子心理上造成阴影。
正因为“用心”，老师的“爱”才得以体现。

“爱”体现着尊重。“我可以读你的作文吗”、“你已经是
你了”、“你愿意到我的办公室来玩吗” ……吴非老师的每
一句话都体现着对学生的尊重。不可否认，每一个老师心里
都装着自己的学生，但如何让学生体会到你对他的好呢？读
了书中的若干文章后，我体会到，用什么才能拉近与学生的
距离呢？只有尊重。只有尊重学生，你的爱才能得以体现。

“爱”蕴含着包容、信任。《做一个让孩子信任的人》、
《教师的心中要有阳光》《我们将留给学生的记忆》等篇章，
让我不忍释手。

“爱”是责任。作为教师，我们不应只教会孩子相应的知识，
还要循序渐进地教给他学习的方法，生活的常识；培养他们
学习探究的兴趣。“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是为了
达到不教”，在这种目标提升的过程中，本着为孩子终身学
习着想，需要老师付出极大的耐心和责任心。



让我们期待着那一天，用我们的行动和理想。让我们教着、
学着、思考着、努力着，和吴非老师一样。


